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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花 知识清单+课内篇章精练

作品知识清单

作者信息

茹志鹃，当代著名的中国女作家。自 1960 年起，她开始从事专业文学创作，并成为

中国作协会员，同时被选为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

茹志鹃的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其文风清新、俊逸，情节简洁明快，细节丰富且传神。

她擅长从较小的角度反映时代本质，其作品多次获得茅盾、冰心、魏金枝、侯金镜等老一辈

作家的好评。

主要作品集有《静静的产院》、《高高的白杨树》等。

创作风格：

细腻的情感描写：茹志鹃的作品以细腻著称，她善于捕捉人物的心理变化和情感波动，

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人物内心的丰富世界。

简洁明快的叙事：她的叙事风格简洁明快，不拖泥带水，能够迅速抓住读者的注意力，

通过简洁的语言传达深刻的思想。

现实主义色彩：茹志鹃的作品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她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尤其

是女性的命运，通过真实的生活片段反映社会现实。

女性视角：作为女性作家，茹志鹃的作品常常从女性的视角出发，探讨女性的情感、

生活状态和社会地位，展现了女性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面貌。

含蓄的批判：在她的作品中，虽然很少直接表达对社会现象的批判，但通过对人物命

运的描写，含蓄地表达了对社会不公和人性弱点的批判。

文章背景

1950 年代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期，许多作家致力于创作反映现实生活

的作品，《百合花》正是在这样的文学潮流中产生的。尽管 1950 年代是一个强调社会主义建

设的时期，但作家们仍然没有忘记对战争经历的反思，《百合花》就是这种反思的产物。

另外，《百合花》的创作动机之一是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同志。小说中的主人公原型

可能来源于作者在战争中的所见所感。作者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反映战争中的普通士兵和百姓，

展现他们在极端环境下的生活状态和人性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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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主题

文章以战争为背景，通过讲述一名女兵与通讯员之间的故事，展现了人性中的善良、

纯洁和牺牲精神。小说以百合花为象征，传达了即使在战争的残酷中，人与人之间仍能保持

真挚情感和对生活的热爱，赞美了生命的尊严，反思战争对人的摧残，并表达了对和平与人

道主义的深切呼唤。

文本结构

 

典型手法

象征手法的运用。

在小说中，百合花作为一个重要的象征元素，承载了多重含义：

纯洁与美好：百合花象征着主人公的纯洁心灵和美好品质，代表了在战争环境下依然

保持的人性光辉。

生命的坚韧与牺牲：百合花也象征着生命的坚韧和牺牲精神，即使在战争的残酷中，

依然有如百合花般纯洁和坚强的生命存在。

情感与希望：百合花还象征着人物之间的深厚情感和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即使在战争

的阴霾下，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对和平的向往依然存在。

通过这种象征手法的运用，茹志鹃增强了小说的文学性和艺术感染力，使得《百合花》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而是一个蕴含深刻意义和情感的作品。

人物形象分析

1.女主人公（卫生员）

性格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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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善良、细心、有同情心，对同志充满关怀。在战争环境中，她展现了女性的柔韧和

坚强。

形象意义：女主人公代表了战争中的女性形象，她的行为和情感体现了女性在极端环

境下的勇敢和无私。

她是故事的叙述者和参与者，通过她的视角，读者得以窥见战争的残酷和人物之间的

真挚情感。

2.通讯员

性格特点：通讯员年轻、朴实、害羞，对革命事业忠诚，对同志充满热情。他的牺牲

精神和对女主人公的关心体现了他的高尚品质。

形象意义：通讯员是战争中普通战士的缩影，他的形象体现了战争对年轻生命的摧残，

同时也展现了革命战士的英勇和牺牲。

他是故事情感冲突的核心，他的牺牲成为小说的高潮，也是推动女主人公情感转变的

关键。

课内篇章精练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百合花（节选）

茹志鹃

一九四六年的中秋。

我们到包扎所，已是下午两点钟了。

来了一个乡干部，他眼睛熬得通红，一边喘息地喝着水，一边从怀里掏出一包饭团来

嚼着。他好像是说什么被子的事，要我们自己去借。原来，伤员流了血，非常怕冷，所以就

得向老百姓去借。我讨了这件差事，顺便也请了我那位同乡，帮我动员几家再走。

我们到附近一个村子，分头去动员。不一会，我手里抱得满满的，看见通讯员从对面

走来，两手还是空空的。

“怎么，没借到？”我觉得这里老百姓觉悟高，怎么会没有借到呢？我有点惊奇地问。

①“女同志，你去借吧！……老百姓死封建。……”

“哪一家？你带我去。”我估计一定是他说话不对，说崩了。

我们走进老乡的院子里，堂屋里静静的，里面一间房门上，垂着门帘，门框贴着鲜红

的对联。我们向里“大姐、大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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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喊，喊了几声，不见有人应。一会，门帘一挑，露出一个年轻媳妇来。这媳妇长得

很好看，穿的虽是粗布，倒都是新的。我说刚才这个同志来，说话不好别见怪等等。她听着，

尽咬着嘴唇笑。我讪讪地向她开口借被子了，接着还对她说了一遍共产党的部队，打仗是为

了老百姓的道理。她不笑了，不断向房里瞅着。半晌，她转身进去抱被子了。

通讯员颇不服气地对我说道：“我刚才也是说的这几句话，她就是不借，你看怪吧！……”

被子一拿出来，我才明白她刚才为什么不肯借的道理了。这原来是一条里外全新的新

花被子，被面是假洋缎的，枣红底，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

她好像是在故意气通讯员，把被子朝我面前一送，说：“抱去吧。”

我一努嘴，叫通讯员来拿。他绷了脸，垂着眼皮，上去接过被子，慌慌张张地转身就

走。就听见“嘶”的一声，衣服挂住了门钩，在肩膀处，挂下一片布来，口子撕得不小。那媳

妇一面笑着，一面赶忙找针拿线，要给他缝上。通讯员却高低不肯，挟了被子就走。

刚走出门不远，就有人告诉我们，刚才那位年轻媳妇，是刚过门三天的新娘子，这条

被子就是她唯一的嫁妆。

“我们不了解情况，把人家结婚被子也借来了，多不合适呀！……”

②“可是还有人骂她死封建。……”

他突然站住脚，呆了一会，说：“那！……那我们送回去吧！”

“已经借来了，再送回去，倒叫她多心。”我看他那副认真、为难的样子，又好笑，又

觉得可爱。他听我这么说，便下了决心似的说：“好，算了。用了给她好好洗洗。”就左一条、

右一条地披挂在自己肩上，大踏步地走了。

回到包扎所以后，我就让他回团部去。他精神顿时活泼起来了，向我敬了礼就跑了。

他已走远了，但还见他肩上撕挂下来的布片，在风里一飘一飘。我真后悔没给他缝上再走。

乡干部动员了几个妇女，帮我们打水，烧锅。那位新媳妇也来了，笑眯眯地抿着嘴，

问我：“那位同志弟到哪里去了？”我告诉她同志弟到前沿去了。她笑了一下说：“刚才借被

子，他可受我的气了！”就动手把借来的几十条被子、棉絮，整整齐齐的分铺在门板上，那

条百合花的新被，铺在外面屋檐下的一块门板上。

天黑了，天边涌起一轮满月。

乡干部又来了，慰劳了我们几个家做的干菜月饼。原来今天是中秋节了。

啊，中秋节，在我的故乡，现在一定又是家家门前放一张竹茶几，上面供一副香烛，

几碟瓜果月饼。孩子们急切地盼那炷香快些焚尽，好早些分摊给月亮娘娘享用过的东西，他

们在荼几旁边跳着唱着：“月亮堂堂，敲锣买糖，……”或是唱着：“月亮嬷嬷，照你照



试卷第 5 页，共 2 页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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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里，我又想起我那个小同乡，那个拖毛竹的小伙儿，也许，几年以前，他还唱

过这些歌吧！……我咬一口美味的家做月饼，想起那个小同乡大概现在正趴在工事里，也许

在团指挥所，或者是在那些弯弯曲曲的交通沟里走着哩！……

一会儿，我们的炮响了，天空划过几颗红色的信号弹，攻击开始了。断断续续地有几

个伤员下来，包扎所的空气立即紧张起来。

战斗开始后的几十分钟里，一切顺利，伤员一次次带下来的消息，都是我们突破第一

道鹿寨，第二道铁丝网，占领敌人前沿工事打进街了。

包扎所的担架不够了，好几个重彩号不能及时送后方医院，耽搁下来。

前面的枪声，已响得稀落了。外边月亮很明。前面又下来一个重伤员。

屋里铺位都满了，我就把这位重伤员安排在屋檐下的那块门板上。担架员围在床边不

肯走。一个上了年纪的担架员，一把抓住我的膀子说：“大夫，你可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治好

这位同志呀！③你治好他，我……我们全体担架队员给你挂匾……”其他的几个担架员也都

睁大了眼盯着我。只见新媳妇端着水站在床前，短促地“啊”了一声。我急拨开他们上前一看，

我看见了一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原来棕红的脸色，现已变得灰黄。他安详地合着眼，军

装的肩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

“这都是为了我们……”那个担架员负罪地说道，“我们挤在一个小巷子里，准备往前运

动，谁知道从哪个屋顶上撂下颗手榴弹来，在人缝里冒着烟乱转，这位同志叫我们快趴下，

他自己就一下扑在那个东西上了……”

新媳妇又短促地“啊”了一声。我强忍着眼泪，回转身看见新媳妇已轻轻移过一盏油灯，

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这位

高大而又年轻的小通讯员无声地躺在那里。

她低着头，正一针一针地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不

要缝了。”她却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地缝。

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脸

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

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地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④“是我的——”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

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

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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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列对文中划线句子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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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句①表达了小通讯员因没借到被子而不满的情绪。

B．句②表达了“我”对小通讯员前面不满情绪的批评。

C．句③表达了担架员的着急和对小通讯员的感激之情。

D．句④表达新媳妇为小通讯员的牺牲而悲痛、情难自控。

2．下列对文章艺术手法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来了一个乡干部，他眼睛熬得通红，一边喘息地喝着水，一边从怀里掏出一包饭团来

嚼着”，这句用外貌和动作描写，写出基层干部工作的辛苦。

B．“堂屋里静静的，里面一间房门上，垂着门帘，门框贴着鲜红的对联”，这里运用环境描

写，暗示此房的主人刚结婚，为下文的情节展开做铺垫。

C．“通讯员却高低不肯，换了被子就走”，这句描写既符合小通讯员的心理和个性，也为后

来新媳妇为小通讯员牺牲后缝补肩上的破洞埋下了伏笔。

D．文章采用对比的手法，写新媳妇从开始的“羞”和“怕”，转变为“庄严而虔诚”，表现了她

内心的悲痛、对小通讯员的崇敬以及对革命的忠贞。

3．选文中关于家乡中秋节部分的联想能否删去？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

4．小说以“百合花”为题，有什么好处？请结合文本作简要分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百合花（节选）

茹志鹃

天黑了，天边涌起一轮满月。我们的总攻还没发起。敌人照例是忌怕夜晚的，在地上

烧起一堆堆的野火，又盲目地轰炸，照明弹也一个接一个地升起，好像在月亮下面点了无数

盏汽油灯，把地面的一切都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在这样一个“白夜”里来攻击，有多困难，

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

乡干部又来了，慰劳了我们几个家做的干菜月饼。原来今天是中秋节了。

啊！中秋节，在我的故乡，现在一定又是家家门前放一张竹茶几，上面供一副奇烛，

几蝶瓜果月饼。孩子们急切地盼那炷香快些焚尽，好早些分摊给月亮娘娘享用过的东西，他

们在茶几旁边跳着唱着：“月亮堂堂，敲锣买糖……”或是唱着：“月亮娉婷，照你照我……”

一会儿，我们的炮响了，天空划过几颗红色的信号弹，攻击开始了。不久，断断续续

地有几个伤员下来，包扎所的空气立即紧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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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扎所的担架不够了，好几个重彩号不能及时送后方医院，耽搁下来。我不能解除他

们任何痛苦，只得带着那些妇女，给他们拭脸洗手，有些还得解开他们的衣服，给他们拭洗

身上的污泥血迹。

做这种工作，我当然没什么，可那些妇女又羞又怕，就是放不开手来，大家都要抢着

去烧锅，特别是那断媳妇。我跟她说了半天，她才红了脸，同意了。不过只答应做我的下手。

前面的枪声，已响得稀落了。感觉上似乎天快亮了，其实还只是半夜。外边月亮很明，

也比平日悬得高。前面又下来一个重伤员。屋里铺位都满了，我就把这位重伤员安排在屋檐

下的那块门板上。担架员把伤员抬上门板，但还围在床边不肯走。一个上了年纪的担架员，

大概把我当做医生了，一把抓住我的膀子说：“大夫，你可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治好这位同志

呀！你治好他，我……我们全体担架队员给你挂匾！……”他说话的时候，我发现其他的几

个担架员也都睁大了眼盯着我，似乎我点一点头，这伤员就立即会好了似的。我心想给他们

解释一下，只见新媳妇端着水站在床前，短促地“啊”了一声。我急拨开他们上前一看，我看

见了一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原来棕红的脸色，现已变得灰黄。他安详地合着眼，军装的

肩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

“这都是为了我们……”那个担架员负罪地说道，“我们十多副担架挤在一个小巷子里，

准备往前运动，这位同志走在我们后面，可谁知道反动派不知从哪个屋顶上撂下颗手榴弹来，

手榴弹就在我们人缝里冒着烟乱转，这时这位同志叫我们快趴下，他自己就一下扑在那个东

西上了……”

新媳妇又短促地“啊”了一声。我强忍着眼泪，跟那些担架员说了些话，打发他们走了。

我回转身看见新媳妇已轻轻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

失，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这位高大而又年轻的小通讯员无声地躺在那里……我

猛然醒悟地跳起身，磕磕绊绊地跑去找医生，等我和医生拿了针药赶来，新媳妇正侧着身子

坐在他旁边。

她低着头，正一针一针地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地

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

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

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不要缝了。”

她却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地缝。我想拉开她，我想推开这沉

重的氛围，我想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的笑。但我无意中碰到了身边一个什么东西，伸

手一摸，是他给我开的饭，两个干硬的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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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这

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

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地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是我的——”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

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

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材料二：

散文体小说是介于散文和小说之间的一种小说文体。这类小说情节散文化，不以曲折

的故事情节取胜，也少有冲突，缺乏悬念，呈现给读者的多是日常生活的自然状态，主张“不

装假，事实都恢复原状，展示生活的本色”，叙述者的情致自然地融注、浸洒在平淡的描写

中，往往表现了作者的一种强烈感受，打破了小说的某些限制，自由的表达了作者的思想。

5．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满月的夜里，敌人还是烧起一堆堆的野火，盲目地轰炸，升起许多的照明弹，这反映

了他们的色厉内荏。

B．在拭洗伤员身上时，“大家都要抢着去烧锅”，这让“我”理解了小通讯员之前所说的“老百

姓死封建”。

C．“两个干硬的馒头”既表现了小通讯员战士对“我”的关心，也反映出了当时部队生活条件

的异常艰苦。

D．从不太愿意借被子到坚决地用自己的被子为通讯员入殓，表明通讯员的牺牲给新媳妇带

来了深深的震撼。

6．下列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白夜”等环境描写凸显了我军部队进攻的困难，也为下文描写战斗的紧张和通讯员的牺

牲作铺垫。

B．借担架员之口叙述通讯员的英勇事迹，使情节简约集中，并从侧面表现通讯员舍己为人

的高尚品格。

C．新媳妇“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这个动作的描写，表现她内心对通讯员的崇敬、

痛惜之情。

D．“我”既是作者本人，又是故事叙述者和情节发展的重要推动者，用第一人称增加了小说

的真实性。

7．文中画横线处是“我”对家乡过中秋节的风俗和温馨场景的回忆，这个插入内容有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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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百合花》具有散文体小说的特征，请结合材料二谈谈其具体表现。

9．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百合花（节选）

茹志鹃

一九四六年的中秋。

我们文工团的几个同志，由主攻团的团长分派到各个战斗连去帮助工作。大概因为我

是个女同志吧，团长最最后才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

到包扎所时已是下午两点钟了，那里已有几个卫生员在弄着纱布棉花。满地上都是用

砖头垫起来的门板，算作病床。

我们刚到不久，来了一个乡干部，一边放东西，一边喘息地喝水，同时还掏出一包饭

团来嚼着。

他说的什么我没大听清。好像是说被子的事，要我们自己向老百姓去借，因为部队上

的被子还没发下来。我和通讯员到附近一个村子，进村后分头去动员。不一会，我借到两条

棉絮，一条被子，手里抱得满满的，通讯员从对面走来，两手却是空空的。

“女同志，你去借吧！……老百姓死封建……”

“哪一家？你带我去。”我估计一定是他说话不对，说崩了。

走进老乡的院子里，只见堂屋里静静的，房门上垂着一块蓝布红额的门帘，门框两边

贴着鲜红的对联。我向里“大姐、大嫂”地喊。一会儿门帘一挑儿，露出个年轻媳妇来。这

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刘海。我看她头上已硬翘翘的

挽了髻，便大嫂长大嫂短地道歉，讪讪地开口借被子。

被子拿出来，我才明白她刚才为什么不肯借了。原来这是一条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

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她好像是在故意气通讯员，把被子朝我面前一送，说：“抱去吧。”

我一努嘴，叫通讯员来拿。他绷着脸，垂着眼皮，接过被子，慌慌张张地转身就走。不想他

一步还没有走出去，就听见“嘶”的一声，衣服挂住了门钩，在肩膀处挂下一片布来，口子

撕得不小。那媳妇一面笑着，一面赶忙找针拿线，要给他缝上，通讯员却高低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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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门不远，有人告诉我们，刚才那位年轻媳妇，是刚过门三天的新娘子，这条被子

是她唯一的嫁妆。包扎所的工作人员很少，乡干部动员了几个妇女帮我们，那位新媳妇也来

了。后来她问我：“那位同志弟到哪里去了？”我说到前沿去了。她不好意思地笑了：“刚

才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气了！”说完，动手把借来的几十条被子、棉絮，整整齐齐地分铺在

门板上。我看见她把自己那条白百合花的新被，铺在了外面屋檐下的一块门板上。

天黑了，天边涌起一轮满月。我们的炮响起不久，断断续续地有几个伤员下来，包扎

所的空气立即紧张起来。我拿着小本子，去登记他们的姓名、单位。我不能解除他们任何痛

苦，只能带着那些妇女，给他们拭洗身上的污泥血迹，或是喂一点饭食。那些妇女又羞又怕，

就是放不开手来，特别是那新媳妇。我跟她说了半天，她才红了脸，同意做了我的下手。

又下来一个重伤员。屋里铺位都满了，我就把他安排在屋檐下的那块门板上，一个上

了年纪的担架员，大概把我当作医生了，抓住我的膀子说：“大夫，你可无论如何要想办法

治好这位同志呀！他自己一下子扑在冒烟的手榴弹上……”

只见新媳妇端着水站在床前，“啊”了一声。我看见的是一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

原来棕红的脸色，现已变得灰黄。他安详地合着眼，军装的肩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

还挂在那里。“这都是为了我们……”那个担架员负罪地说道，“我们十多副担架挤在一个

小巷子里，准备往前运动，这位同志走在我们后面，可谁知道狗日的反动派不知从哪个屋顶

上撂下颗手榴弹来，手榴弹就在我们人缝里冒着烟乱转，这时这位同志叫我们快趴下，他自

己就一下扑在那个东西上了……”

新媳妇又短促地“啊”了一声。我强忍着眼泪，给那些担架员说了些话，打发他们走

了。我回转身看见新媳妇已轻轻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

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这位高大而又年轻的小通讯员无声地躺在那里……

我猛然醒悟地跳起身，磕磕绊绊地跑去找医生，等我和医生拿了针药赶来，新媳妇正侧着身

子坐在他旁边。

她低着头，一针一针地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地站

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地、

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不要缝了。”她却对我异样地瞟了

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地缝。

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这

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

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地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是我的——”她气汹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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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

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包扎所“满地上都是用砖头垫起来的门板，算作病床”，可见战争环境下医疗条件的简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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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新媳妇一开始不肯借被子，主要是因为小通讯员不善言辞，不擅长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C．“那个担架员负罪地说道”，“负罪”一词，表现了担架员悲痛、自责的心理，才被手榴弹

炸伤的。

D．护理伤员时，新媳妇红了脸，只同意做“我”的下手，因为小通讯员的敢于牺牲使她产生

敬意。

(2)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天边涌起一轮满月”的描写充满诗情画意，营造出宁静安详的氛围，衬托人物内心的平

和。

B．小说采用第一人称进行叙事，“我”的所知有限，没有对通讯员第一次借被子碰壁及牺牲

情景进行正面描写。

C．小说中有不少意蕴丰富的物象，如“百合花”，一方面指被子上的百合花图案；另一方面

又象征了年轻媳妇的朴实美丽与纯洁无瑕。

D．《百合花》是一篇将战争主题和人性审美意蕴巧妙结合的佳作，对战争的描写用笔俭省，

而对通讯员、新媳妇则不惜笔墨，从中我们能体会作者的审美倾向。

(3)“破洞”这个细节在文中出现了两次，请分析其对刻画人物形象的作用。

(4)《百合花》与传统的战争题材作品有何不同之处，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百合花（节选）

茹志鹃

包扎所的工作人员很少。乡干部动员了几个妇女，帮我们打水，烧锅，作些零碎活儿。

那位新媳妇也来了，她还是那样，笑眯眯地抿着嘴，偶然从眼角上看我一眼，但她时不时地

东张西望，好像在找什么。后来她到底问我说：“那位同志弟到哪里去了？”我告诉她同志弟

不是这里的，他现在到前沿去了。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刚才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气

了！”说完又抿了嘴笑着，动手把借来的几十条被子、棉絮，整整齐齐地分铺在门板上、桌

子上（两张课桌拼起来，就是一张床）。我看见她把自己那条白百合花的新被，铺在外面屋

檐下的一块门板上。

天黑了，天边涌起一轮满月。我们的总攻还没发起。敌人照例是忌怕夜晚的，在地上

烧起一堆堆的野火，又盲目地轰炸，照明弹也一个接一个地升起，好像在月亮下面点了无数

盏汽油灯，把地面的一切都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在这样一个“白夜”里来攻击，有多困难，

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我连那一轮皎洁的月亮，也憎恶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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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干部又来了，慰劳了我们几个家做的干菜月饼。原来今天是中秋节了。

啊，中秋节，在我的故乡，现在一定又是家家门前放一张竹茶几，上面供一副香烛，

几碟瓜果月饼。孩子们急切地盼那炷香快些焚尽，好早些分摊给月亮娘娘享用过的东西，他

们在茶几旁边跳着唱着：“月亮堂堂，敲锣买糖……”或是唱着：“月亮嬷嬷，照你照我……”

我想到这里，又想起我那个小同乡，那个拖毛竹的小伙儿，也许，几年以前，他还唱过这些

歌吧！……我咬了一口美味的家做月饼，想起那个小同乡大概现在正趴在工事里，也许在团

指挥所，或者是在那些弯弯曲曲的交通沟里走着哩！

一会儿，我们的炮响了，天空划过几颗红色的信号弹，攻击开始了。不久，断断续续

地有几个伤员下来，包扎所的空气立即紧张起来。

我拿着小本子，去登记他们的姓名、单位，轻伤的问问，重伤的就得拉开他们的符号，

或是翻看他们的衣襟。我拉开一个重彩号的符号时，“通讯员”三个字使我突然打了个寒战，

心跳起来。我定了下神才看到符号。上写着 X营的字样。啊！不是，我的同乡他是团部的通

讯员。但我又莫名其妙地想问问谁，战地上会不会漏掉伤员。通讯员在战斗时，除了送信，

还干什么一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问这些没意思的问题。

战斗开始后的几十分钟里，一切顺利，伤员一次次带下来的消息，都是我们突破第一

道鹿寨，第二道铁丝网，占领敌人前沿工事打进街了。但到这里，消息忽然停顿了，下来的

伤员只是简单地回答“在打”，或是“在巷战”。但从他们满身泥泞，极度疲乏的神色上，甚至

从那些似乎刚从泥里掘出来的担架上，大家明白，前面在进行着一场什么样的战斗。

包扎所的担架不够了，好几个重彩号不能及时送后方医院，耽搁下来。我不能解除他

们任何痛苦，只得带着那些妇女，给他们拭脸洗手，能吃得了的喂他们吃一点，带着背包的，

就给他们换一件干净衣裳，有些还得解开他们的衣服，给他们拭洗身，上的污泥血迹。

做这种工作，我当然没什么，可那些妇女又羞又怕，就是放不开手来，大家都要抢着

去烧锅，特别是那新媳妇。我跟她说了半天，她才红了脸，同意了。不过只答应做我的下手。

前面的枪声，已响得稀落了。感觉上似乎天快亮了，其实还只是半夜。外边月亮很明，

也比平日悬得高。前面又下来一个重伤员。屋里铺位都满了，我就把这位重伤员安排在屋檐

下的那块门板上。担架员把伤员抬上门板，但还围在床边不肯走。一个上了年纪的担架员，

大概把我当做医生了，一把抓住我的膀子说：“大夫，你可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治好这位同志

呀！你治好他，我……我们全体担架队员给你挂匾！……”他说话的时候，我发现其他的几

个担架员也都睁大了眼盯着我，似乎我点一点头，这伤员就立即会好了似的。我心想给他们

解释一下，只见新媳妇端着水站在床前，短促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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